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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，高校公共体育教育事业飞速发展。
高等学校的公共体育课程是大学生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，通过合理的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锻炼过
程，达到增强体质、增进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为主要目标的公共必修课程，是学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
成部分，是高等学校体育工作的中心环节。
    由教育部颁发的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》（以下简称《纲要》）明确指出：“
体育课程是寓促进身心和谐发展、思想品德教育、文化科学教育、生活与体育技能于身体活动并有机
结合的教育过程，是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重要途径。
”《纲要》还概括了高等学校公共体育课程的五项目标，包括①运动参与目标；②运动技能目标；③
身体健康目标；④心理健康目标；⑤社会适应目标。
    教育部颁发的《纲要》中的规定和要求是本教材的编写依据。
本教材力求体现以下特点：    第一，有助于大学生树立“科学运动，健康第一”的现代理念，重视健
身性与文化性相结合，并以运动健身作为课程的核心内容，同时重视课程的体育文化含量。
    第二，有助于向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，能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学校的地域、气候、场馆设施等不
同情况确定体育学习的内容和形式。
注意选择性和实效性相结合，既提供了选择余地，又能保证达到足够的生理有效负荷，同时，也考虑
了与中学体育教材的衔接。
    第三，有助于建立“以学生为主体，以教师为主导”的教学模式。
本教材在介绍各种体育锻炼项目时，拓展性地推出丰富多彩的变化形式，意在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力，
创编出适合自身需要的健身方式，以便因地制宜地开展体育锻炼，或者按照个性特点开展体育锻炼。
    第四，有助于学生根据教育部、国家体育总局《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（试行方案）》的要求评价自己
的体质状况。
本教材将2002年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最新颁布的《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（试行方案）》和该方案的实
施办法作为课程的重点内容进行介绍，使大学生能直接了解到健康大学生个体评价的量化指标，从而
确立科学的健身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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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体育，也称体育运动，是一种社会现象，也是一种文化现象，是人类有目的、有意识的社会活动
。
这种社会活动表现了人类对健康、力量、和谐与美的追求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它随着社会的进步和
发展得以不断进步和壮大。
在人类社会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中，体育也经历了一个由萌生到发展到不断完善的过程。
　　第一节体育的产生与发展　　人类社会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以社会需要为根本依据的。
体育运动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，要研究体育的起源和产生，就要研究人。
在对人的研究上，不但要看到人的社会性，还要看到人的生物性；不但要承认社会环境是社会活动产
生的决定性因素，还要承认作为人的社会活动的产生，还有其内部原因，即人的一切行为的产生，都
有其心理依据。
　　一、体育的产生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，也是体育运动的萌芽时期。
人类的祖先古猿，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和生活方式的影响，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转变。
原始人类是以采集果实、狩猎、捕鱼等方式来获得各种食物，维持生活。
原始人类的思维还很不发达，生产工具只有一些简单的石器，他们主要靠跑步或长途跋涉去追捕野兽
、刺杀其他动物，靠攀登或爬越去采集野果，靠游水或掷矛去捕鱼等等。
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，原始社会人类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，还没有明确的社会分工，许多生产活动与
身体活动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。
　　原始人类的社会活动，除了生产劳动外，还有其他各种活动。
如为了安全自卫和参与部落间的各种冲突，就出现了各种格斗活动；以抒发感情的动作来表示对神灵
的崇敬、祭奠所信奉的神灵，从而逐渐形成了各种舞蹈活动；在各种祭神的宗教集会上，还往往举行
各种竞技比赛，像古代的奥林匹克运动，就是由在祭宙斯神的集会上所进行的各种竞技活动而发展起
来的；人们在狩猎成功后或在艰苦劳动后的休闲时间，为了表达内心的喜悦和愉快，也经常进行一些
集体的舞蹈和有趣的游戏；为了与疾病作斗争，就要寻求各种防治疾病的办法等。
可见，原始人类的身体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种：一种是与生产直接有关的活动，如捕鱼、狩猎、农耕
等；一种是原始武力活动必须的技能，如攻防、格斗等，为此必须掌握一定的生活技能，如走、跑、
跳、攀登、爬越等；再一种是既不与生产、攻防直接有关，也非生活必需的技能，而仅仅是人们在休
息时为了满足娱乐的需要而开展的游戏、竞技、舞蹈等活动。
人类社会的这些活动，都是体育产生的源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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